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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3 年伊始，接连召开的地方“两会”与地方政府“开年第一会”就稳经济、高

质量发展等问题做出了部署，表明了积极推动一季度开门红和全年经济运行

整体好转的务实、进取态度。当前，全国 31 个省市均已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公布了 2023 年的 GDP 增速目标和具体工作安排。地方政府对 2023 年经济

走势的预判如何？2023 地方经济发展的抓手有哪些？通过拆解今年地方“两

会”与“开年第一会”对经济工作的安排部署，本文进行解读。 

一、2023 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目标如何？大多在 5%-6% 

1、从 GDP 增速目标来看，各地方政府对 2023 年经济发展务实中有进取。

一方面，地方政府对 2023 年的 GDP 增长预期相对务实。与 2022 年相比，

仅有 4 省调高了 GDP 增速目标，21 省下调目标 0.5 至 1 个百分点。另一方

面，所有省市 2023 年目标增速均高于 2022 年实际增速，体现政府换届完

成后积极进取的一面。同时，各区域经济增速目标分化明显。除海南增速目

标最高为 9.5%外，增速目标在 6%以上的还包括西部地区西藏（8%）、新疆

（7%）与宁夏（6.5%），中部地区江西（7%）、安徽（6.5%）、湖南

（6.5%）与湖北（6.5%）。相比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对经济增

长形势判断更为乐观。 

2、财政增速目标基本与地方 GDP 增速目标保持一致。由于 2022 年减税降

费退税导致的低基数，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目标比 2022 年略高。

今年，大多数地区一般公共预算目标定在 5%-6%左右，基本与当地 GDP 增

速目标保持一致，仅有少部分省市的财政收入增长目标略高或略低于经济增

速目标。与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目标相比，2023 年的收入增速目

标有所提高。主要原因在于 2022 年初有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安排。在减税

降费政策预期下，地方政府普遍调低了 2022年预算收入增速目标。 

3、从投资与消费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信心较足，但地方政府对消费增

长仍持谨慎态度。在投资方面，各地方政府信心充足，投资增速目标与今年

GDP 增速目标及 2022 年投资增速目标对比均处于较高水平。在消费方面，

大部分地区消费增速目标相比 2022 年略有下调，虽疫情影响逐渐好转，但

地方政府对消费大幅增长仍持谨慎态度。 

二、2023 政府工作怎么干？六大关键词 

一是促消费。在新发展格局下，内需得到了充分重视。辽宁、吉林、江苏、

重庆等地区均将扩大内需放在了 2023 年政府工作重点的第一条。上海市也

在“新年第一会”中着重部署了提信心、扩需求的相关工作安排。整体看，扩

需求工作主要分两个层次，其一为在城市打造商业热点，如打造地区主题品

牌购物节、打造城市商圈。其二为推动消费下沉乡县，并有配套物流体系建

设规划。 

二是促投资。促投资也是落实稳增长工作的重要抓手。浙江、重庆、辽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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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均将促投资放在 2023 年经济工作首要位置。云南、福建与吉林更是在“新

年第一会”中召开了专题会议，着重部署了重大项目推进与营商环境建设工

作。总体看，地方政府在促投资方面的措施主要解决项目来源、资金来源及

项目经营三点问题，具体包括储备重大项目、发挥财政的引导作用、改善营

商环境等方面。 

三是强产业。产业升级是 2023 年地方经济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也是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各地主要通过升级旧产业、布局新产业及推动生产

性服务业发展来促进地区产业升级。 

四是扩开放。持续推动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提升贸易便利

化水平；结合地方区位条件，打造地方特色鲜明的贸易政策对接解决方案；

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建立负面清单，大力推进招商引资。 

五是防风险。既要守住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又要科学疫情防控、提升公共

治安水平。今年，各地方政府对政府债务风险表达了较大关注，有 17 个地

区表示要有效防范、处理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六是惠民生。多渠道促进就业创业，同时从教育、医疗、文化等多角度让人

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风险提示：经济增长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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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3 经济发展目标如何？大多在 5%-6% 

（一）GDP 增速目标：区域分化明显，各地方政府对 2023 年经

济发展务实但积极 

1、区域间 GDP 增速目标分化 

31 省市中，GDP 增长目标最高定为 9.5%最低定为 4%，区域间 GDP 增速目标分

化明显。当前，“十四五”规划进入攻坚阶段，全国 31 个省市均已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

2023 年的经济发展目标做出了部署。其中，GDP 增速目标最高的是海南省，预期增速

为 9.5%。国家疫情防控战略调整后，海南的旅游产业热度不断攀升，并进一步带动餐

饮、住宿等相关产业发展。在疫情影响逐渐消退的预期下，海南省 2023 年增速目标远

超全国平均水平。除海南外，增速目标在 6%以上的还包括西部地区西藏（8%）、新疆

（7%）与宁夏（6.5%），中部地区江西（7%）、安徽（6.5%）、湖南（6.5%）与湖北

（6.5%）。其余省（市、区）的增速目标则在 6%至 4%之间。北京与天津增速目标全国

最低，仅为 4.5%与 4.0%。 

纵观各地经济发展目标，相比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形势判

断更为乐观。一方面，在新发展格局下，内需得到了充分重视。经济发展的战略重心由

只关注开放发展，转变为在关注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关注国内市场建设。我国统一大市场

腹地的中、西部地区迎来了更好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全球加息潮导致外需萎缩明显，

特别是在欧美发达经济体衰退风险加大的预期下，对外贸依赖度更强的东部省市经济增

长受到影响大。 

图表1：2023 年各省份经济增速预期目标 

 
资料来源：各省市两会报告、粤开证券研究院整理 

2、与 2022 年相比，21 省市 GDP 增速目标下调，地方政府的发展预期相对务实 

与 2022 年的增速目标对比，全国 31 省市中仅有 4 省调高了 GDP 增长目标。其中，

新疆将 GDP增速目标上调了 1%，海南、黑龙江与重庆分别上调了 0.5 个百分点。上海、

吉林、江西、湖南、西藏和内蒙古 6 省的 GDP 增速目标与 2022 年持平。其余 21 地区

均将 GDP 增速目标下调了 0.5 至 1 个百分点。各地方政府对今年的经济预期相对谨慎

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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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2023 年各省份 GDP 增速目标与上年目标比 

 
资料来源：各省市两会报告、粤开证券研究院整理 

3、所有省市 2023 年目标增速均高于 2022 年实际增速，反映进取一面 

受疫情冲击影响，2022 年部分省市增速放缓明显。2023 年，疫情好转。经济工作

会议将“稳增长”放到更高位置，并将“稳信心”与“扩内需”作为稳经济的重要突破口。会议

指导下，政策总体预期是宽松的，市场风险偏好也将相应上升。从数据上看，2023 年

各地方 GDP 增速目标均高于 2022 年实际增速。海南、吉林、西藏和上海的 GDP 增速

目标高于实际增速较多，分别高出了 9.3%、7.9%、6.9%和 5.7%。增速目标上调幅度

较小的甘肃、福建、陕西和山东也分别高出了 1.5、1.3、1.2 和 1.1 个百分点，反映出

政府换届完成后积极进取的一面。 

 

图表3：2023 年各省份 GDP 增速目标与 2022 年实际增速比 

 
资料来源：各省市两会报告、粤开证券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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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财政增速目标：大多地区与 GDP 增速目标保持一致 

大多数地区一般公共预算目标定在 5%-6%左右。在已公布一般公共预算增速目标

的 24 个省份中，海南、新疆、湖南及安徽的增速目标相对较高。其中，海南与新疆分

别将目标增速定在 15%与 10%，是目标增速最高的两个地区，均在 10%及以上。湖南

和安徽的目标增速分别为 8%与 7%。最低的是陕西、天津与北京，目标增速分别为 3%、

4%和 4%。其余省份的一般公共预算增长目标基本设定在 5%-6%之间。 

大多数地区一般公共预算目标与 GDP 增速目标保持一致，仅有少部分省市的财政

收入增长目标略高或略低于经济增速目标。其中，海南、新疆、湖南及安徽四地一般公

共预算增速目标高于经济增速目标，分别高出 5.5%、3%、1.5%和 0.5%。陕西、宁夏、

山西、云南、河南、福建、广西、北京 8 地区一般公共预算增速目标比 GDP 增速目标

略低。其中，陕西低 2.5%，宁夏、山西、云南和河南略低 1%，其余地区均略低 0.5%。 

与 2022 年相比，2023 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目标有所提高。主要原因在于

2022 年初有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安排。减税降费退税导致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基

数低，因此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目标比 2022 年略高。其中，海南目标增幅

最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目标上升 5 个百分点。云南、湖南、新疆和吉林的目标也

分别上升了 4 至 2 个百分点。31 省市中仅有浙江、山西、甘肃、河北、四川和上海 6

地将一般公共预算增速目标下调了 0.5至 1 个百分点。 

图表4：2023 年各省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目标 

 
资料来源：各省市区两会报告、粤开证券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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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粤开证券研究院整理；注：重庆、青海和天津三地区暂未公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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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信心较足，但对消费增长仍持谨慎态度 

从投资看，各地区 2023 年投资增速目标较高，地方政府投资增长信心充分。在已

公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的 22 个省份中，目标最高的为海南和新疆，分别设定在 12%

和 11%，均在 10%以上。天津的固定资产增速目标最低，仅为 3%。其余省份大多将目

标设定在 6%至 10%之间。与 2023 年 GDP 增速目标及 2022 年投资增速目标对比，

2023 年的投资增速目标处于较高水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稳增长”及财政“加力提效”

的政策引导下，各地方政府对今年的投资增长抱有较大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普遍上升的背景下，天津市的固定资

产投资增速目标下滑明显，由 2022 年的 8%下降至 2023 年的 3%。2015 年以前,天津

通过城投平台有息债务筹措了大量建设资金，但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未带来产业快

速发展。2015 年以后，城投有息债务增长接近停滞，2015-2021 年年均增速仅 0.1%。

同时，天津市债务风险相对较大。2021 年天津债务率达到 205.1%，位居全国第 1。天

津市地方政府主导投资的财政空间相对有限，一定程度上制约天津市 2023 年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 

图表6：2023 年各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 

 
资料来源：各省市区两会报告、粤开证券研究院整理；注：上海、北京、江苏、山东、四

川、陕西、贵州、青海和西藏九地暂未公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数据 

从消费看，相比 2022 年，大部分地区对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速目标略有下调，

虽疫情影响逐渐好转，但地方政府对消费大幅增长仍持谨慎态度。在已公布社会零售品

消费总额增速目标的 19 个省份中，新疆的增速目标最高，为 12%，也是全国唯一消费

增速目标在 10%以上的地区。其余地区大多将目标设定在 10%至 6%之间。其中，湖北、

福建、海南、云南和甘肃对当地消费增长预期较为乐观，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速目标

设定在 10%。宁夏与浙江则相对悲观，消费增速目标仅为 5%及 4.5%，不及当地的

GDP 增速目标。与 2022 年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速目标对比，已公布的 19 省份中仅

有 6 地上调了 2023 年的消费增速目标。虽疫情影响逐渐好转，但地方对消费大幅增长

仍抱谨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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